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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地球表面最广泛出露的地物之一
。

土壤的光谱反射特征除了取决于它本身的

物理化学性质
、

有机质含量及颗粒大小之外
,

湿度是影响土壤光谱反射率的一个活跃的

重要因素
。

由于土壤中水份含量的多寡对热量平衡
、

土壤温度
、

农业墒情均有重要意义
,

所以
,

用可见
、

近红外
、

热红外以及微波等遥感手段探测土壤含水量的研究 日益广泛深人
。

 年  和
,
首先用光谱辐射计对土壤光谱反射率进行了研究

,

得 到了光

谱反射率随湿度和颗粒度变化的大体趋势
。

之后
,

许多研究者’, , , 用各种方法继续对土

壤的光谱反射率进行研究
,

并在实验室条件下建立了湿度与反射率之间的关系
。

近年来
,

 等 , 探讨了将实验室条件下测厦的光谱反射率推广到野外的可能性
。

 等 ‘,

研究了土壤湿度引起反射率变化
,

并讨论了这种变化的大体规律
。

等切 研究了

可见
、

近红外
、

热红外对土壤湿度的敏感程度
。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
,

近年来对土壤湿度

的研究已逐步向热红外
,

微波波段发展
。

本文试图通过对自然状况下不同湿度土壤的光谱反射率测量值
,

与同时采样制备的

烘干土壤样品的实验室光谱反射率测量值建立起一个数量关系
,

从而有可能用实验室样

品数据外推到野外
。

与此同时
,

我们还讨论了湿度在几个主要波段上影响土壤反射率变

化的特征
,

它将为判读多光谱遥感图象提供某种依据
。

弓

一
、

方 法

实验条件的选择  年 至 , 月在合肥地区选择了一块裸露的黄棕坡作为试验样区
。

测量点

内土壤湿度比较均匀
,

湿度垂直变化较小
。

由于光谱辐射计的视场较小
,

故表面的颗粒直径一般选取

一斗毫米以下
。
野外测量在晴朗无云的天气进行

,

测量时间选在上午 时至下午 点半之间
。

野外测量 在上面所选的样区内
,
用新天光学仪器公司制的 型野外光谱辐射计测盈不同

湿度条件下的土壤光谱反射率
。

用作比较的漫反射标准板的反射率在 左右
。
仪器的工作波段是

和 一 毫微米 在下面计算中
,
只取比较可靠的 一 毫微米的测量值

。
由于自然状态下土

坡湿度在测量时并不知道
,

只凭人为估计
,

因此
,

先后作了 钧 多次测量
,

按湿度的大小选出 组作为正

式数据
。

不同湿度土壤的光谱反射率曲线见图
。

实验室测量 每次野外测量完
,
立即采取所测视场内的表层土样

,

样品一般取 克左右
。
湿度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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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的测量用称重法〔洪干法
。

测量湿度后的洪干样品
,

任意抽取 个
,

分别制成 一 目 种不同颗拉

度的样品
,
即每种颗粒度有 个样品

。

把这些制备好的样品送到日立 。型记录式分光光度计上测最

其反射率
,

把同一颗粒度的 个样品反射率的平均值作为这个颗粒度的样品反射率
。

于是
,

得到了

种不同颗粒度样品的反射率
。

为了确定一种颗拉度作为室内的标准样品
,

并用它建立室内与野外反射

率之间的关系
,

计算了不同颗粒度样品的反射率与野外不同湿度土坡 ” 个 反射率的相似系数 的

和相似距离  
。

计算结果表明
,

它们均有很高的相似性
,

其中 一
,

一 斗,

一 目为最好
。

考

虑到 一
,

一 目的土城样品颗校较粗
,

制备与测量条件不易控制稳定
,

最后确定用 一 目样

品作为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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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二
、

测量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扮

建立实验室样品反射率测量值与野外反射率测量值的回归方程

为了定量分析不同湿度土壤野外光谱反射率测量值与室内测量值之间的数 量 关系
,

采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
。

用室内样品反射率值作为 自变量
,

野外反射率值为应变量
,

则其

函数关系为

, ,

式中 表示野外反射率
, ,

表示室内样品反射率

从测量数据点出的 广 ,
分布图中可以看到

,

它们存在着线性关系
。

以土壤 湿 度

为 的反射率数据为例作回归
,

每隔 毫微米间隔取一个反射率值
,

则在 一

毫微米波段内共有 个值
。

用一次回归计算时得回归方程
、

拟合优度和 检验值为

左
, 一  ‘

再用同样的数据计算二次回归
,

其结果为

左, 一  ! 斗 尺, 一
一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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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Z~ 0.9751
F ~ 1135。 5

比较计算结果
,

可见
,

拟合优度 渺 二次回归虽比一次回归稍显提高
,

但 F 值恰有明显下

降
,

再计算二次项系数的 F 值
,

表明
,

二次项系数已大大低于显著性水平
,

实际上已是 10
一 ,

量级了
。

因此
,

我们证明了室内样品反射率与野外反射率符合一次回归方程
。

在 39 组野外反射率测量值中
,

选出一套湿度从 4一25 沁的数据 20 组
,

以实验室样品

反射率为变量
,

计算出 20 个回归方程的系数及检验参数
。

计算结果见表 1 和图 2
。

一次

回归方程计算的结果与野外实侧曲线的符合程度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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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土壤湿度与反射率的关系

为了讨论土壤湿度与反射率的关系
,

首先要了解湿度在各波长上产生影响的大体趋

势
,

于是计算了野外不同湿度下各条反射率曲线在各个波长上的方差(见图 4)
。

UO‘.弋.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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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湿度反射率在各个波长上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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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差曲线可见
,

随着波长的增加
,

湿度引起的土壤反射率差异也就越大
。

为了进一步讨论湿度对反射率影响的定量关系
,

先用因子分析法找出湿度对反射率

影响的几个代表性波段
,

然后再找出这些代表性波段的湿度
一

反射率回归曲线
。

采用了因子分析中R 型分析法给出的数学模型 山编制了计算机程序
,

对 410 一1000

毫微米波段内的 60 个反射率值进行运算
,

打印出因子系数矩阵及每个变量对主成分的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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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贡献率
。

由结果可以看出
,

前三个主成份的方差已占总方差的 98 务以上
,

基本上反映

了所有成分所代表的全部信息
。

这就有可能在三维空间中讨论 60 个变量间的关系
。

为

找出对主成份贡献程度相似的波段
,

分别以主成分 I一H
,

H 一111
,

I一m 为坐标轴在平

面上点点
。

结果表明
,

所有变量分五群聚集
,

见图 5(
a.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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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变量在群中的位置
,

对土壤的敏感程度及实验 中容易产生误差的波段等原因
,

选出 450
、

6 0 0

、

7 2 0

、

8
80 毫微米为代表点

,

找出这四个波长上的湿度和反射率的关系
,

是

可以代表在整个波段范围(4 10 一 1000 毫微米)内湿度对反射率的基本变化规律的
。

点出上述四个代表波长上湿度
、

反射率测量值
,

再配上一条回归曲线
,

用与前面类似

的方法
,

我们可以验证湿度与反射率遵从二次回归曲线方程:

左,
~

。
+ b M +

c
M

,

(
5

)

式中
a 、

b
、 ‘
分别为零次

、

一次
、

二次项系数
,

M 为土壤湿度
。

计算出 尸
,

F 的结果见表

2 和图 6(
a、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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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 论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
在可见和近红外 (410 一1000 毫微米)波段内表层土壤水份含量对土壤光谱反射率

有明显影响
。

因此
,

利用陆地卫星的多光谱扫描仪 (M Ss) 数据或陆地卫星
一
D

,

主题绘图仪

(T M )的数据均可提供许多有关土壤湿度的信息
。

2

.

在 410 一1000 毫微米波段内
,

长波比短波对湿度的反映灵敏
。

湿度小于 14 外时反

射率变化 明显
,

14 一20 务湿度范围内反射率几乎不变
,

大于 20 多
,

反射率还略有回升
。

反

射率随湿度变化密切的波段为: 810一 1000
、

4 8 0 一690
、

7 0 0 一790
、

4 4 0 一470 和 410一

430 毫微米
。

湿度与反射率的回归曲线是二次曲线
。

由上面的结果可见
,

在利用陆地卫

星图象判读土壤湿度时
,

应该选择长波段
,

判别湿度小于14 外的土壤是灵敏的
,

而当土城

湿度在 14 一25 多 时
,

在多光谱扫描(M ss) 数据上是难以区分的
。

3

·

用洪千的标准土壤样品反射率和野外不同湿度的土壤反射率建立了一系列一次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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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性回归方程
,

就有可能将野外采集的样品带回室内
,

用仪器测出湿度和反射率
,

再用已建

立的回归方程计算出野外不同湿度下的土壤光谱反射率
。

以上结果只是在黄棕壤一种土壤类型上得 出的
,

对土壤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及有机

质含量也没有作分析测定
。

所以
,

其他类型的土壤是否也有类似的规律
,

还需作进一步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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